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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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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围绕此中心思想分六编加以论述，第一编为现代中西艺
术教育比较的基本理论研究；第二编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研究；第三编为英美现代艺术教育研究；第
四编为日本现代艺术教育；第五编为现代艺术教育典型个案研究；最后的第六编，着重论述了艺术教
育的人文教育基本特点、经济社会文化作为其发展的根本动因、特具的功利与非功利二律背反的内在
张力、中西与古今关系、面临的消费文化与网络文化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方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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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
委高校组组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文艺学与美学科研。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文艺美学与艺术教育。
出版专著7部，主编论著6本，主编教育部统编教材2部、主持国家社科与教育部社科项目多项，在《文
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杜会科学战线》、《文艺争鸣》、《江苏
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代表性的论著为《西方美学论纲》、《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审美教育》、《美学之思》、《生态存在论
美学论稿》与《转形期的中国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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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当前普通高校艺术教育T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不
到位”：一是一些高校的领导对艺术教育的认识还不到位，学校缺乏对艺术教育的统一规划和领导；
二是一些高校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还不到位，没有一支比较稳定的艺术教师队伍，难以有
计划地开设艺术教育课；三是一些高校对艺术教育的管理还不到位，艺术教育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
艺术教育没有归口管理的部门，有的还处于多头管理或者管理无序的状态。
因此，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
况。
特别是不少地方存在着重视提高而忽视普及，重视部分艺术特长学生的活动而忽视全体学生的参与，
重视推动艺术课外活动而忽视艺术课堂教学质量，重视艺术演出效果而忽视学生在艺术活动过程中的
体验、感悟和提高等现象。
有一些院校的公共艺术类课程则形同虚设，开设课程方面仍然存在随意性大、单一等问题，且从事公
共艺术类课程教学的老师大多属于兼职。
而即使是一些高水平的公共艺术教育活动开展得较好的院校，也有师资不足、经费不足、场地不足等
问题亟待解决。
有的高校艺术类选修课老师没有讲义、同学没有教材，而且都是艺术系的专业老师上课，老师放上碟
片就走人，学生不是看电影就是听音乐。
大多数高校设有从事美育、艺术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的教研室，隶属于人文学院或艺术类院系，或者
成立艺术教育中心或文化教育中心等，挂靠于某一部门如人文学院、艺术系、校团委等，在人事、财
物、教学管理、艺术团指导等权限上差异很大；少数高校成立了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由主管学生工
作、教学工作、宣传工作的校领导直接领导，人财物、教学、科研等均有自主权。
因为隶属或挂靠，艺术教育中心在职称申报、进人、工作量考核、申报科研项目、规划学科发展等方
面，都受到所隶属或挂靠单位的制约，且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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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当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
本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为：首席专家曾繁仁；第一方向负责人马龙潜、仪平策；第二方向负责人谭好哲
；第三方向负责人王汶成；第四方向负责人陈炎。
本书写作过程的执笔情况如下：前言：曾繁仁。
第一编第一章：凌晨光；第二章：李庆本；第三章：邹华。
第二编第四、五章：殷波；第六、七章：岳友熙、谭好哲。
第三编第八章：王伟；第九、十章：张华；第四编第十一、十三、十四章：张小鹭；第十二、十五章
：于天祎。
第五编第十六章：郑小筠；第十七章：程相占。
第六编：曾繁仁。
最后由曾繁仁、谭好哲、祁海文、王祖哲、傅松雪、贾伟等参加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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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